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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管和 

种子检验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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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1 年以来，江西省按照强监管、促服务、抓队伍、提能力的工作思路，强化手段，扎实工作，开创了农作物种子质量

监管和种子检验工作新局面。但在适应新形势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对 2011-2019 年江西省农作物种子

质量监管和种子检验工作主要做法及成效进行回顾总结，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下一步工作展望。

关键词：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管；种子检验；回顾；展望

2011-2019 年江西省在强化质量监管职能、拓

展质量监管服务、加强检验队伍建设和提升检验能

力手段等方面，创新了思路，狠下了功夫，农作物种

子质量监管和种子检验各项工作有了新进展，取得

了新成效。但是，随着新形势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

展，种子市场监管深层次矛盾日益暴露，种子检验面

牌品种、生产经营假劣菌种等行为，维护市场秩序。

提高侵权行为赔偿标准，保护育种研发企业的正当

权益。

3.2　转变不均衡发展观念，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中

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经济发展实践充分印证了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依据制度经济学观点：在开放的市场

下，知识产权是各个竞争者获取保持市场优势地位

的关键要素，同时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对

于农业而言，优良的品种是获得农产品稳产丰收的

核心要素，因此对品种及其培育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所带来的持续品种创新对农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目前，大型工厂化食用菌生产企业多采用外国

菌种（如金针菇、双孢菇、杏鲍菇等），国内并未有规

模化菌种生产企业出现，多以小而散的形式分布在

各个香菇产区。以国内较为有影响力的庆元县食用

菌科研中心菌种站为例，注册资本仅有 680 万元且

属于非法人组织，对比国内育种上市公司隆平高科

13.1697亿元的注册资本，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同时，

也应看到菌种产业的巨大市场空间。随着生活水平

的提高和人们对健康的重视，香菇富于风味且较肉、

奶、蛋等制品更低脂，是更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另外，

脱贫攻坚过程中由于香菇亩产高、市场需求大、经济

效益好，在西南地区涌现出大批的新产区，如贵州、

云南等省份大力扶持香菇产业发展；传统产区如河

北平泉、湖北随州、浙江庆元、辽宁牧牛等地继续保

持原有生产规模；国内香菇产量不断提高而消费市

场并未出现萎缩，预示着潜在的供给并未满足消费

需求。在这个基础上，应转变香菇产业的发展思路，

重视育种创新以发掘产业新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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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困难和挑战也逐步显现 [1]，特别是 2016 年，随

着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

子法》）贯彻实施，农作物种子检验员考核制度取消

和江西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的推行，出现了种子检

验队伍能力保持及重视度下降、种子管理机构行使

种子质量监管职能弱化等问题，都需要认真研究解

决。回顾总结 9 年来工作主要做法、取得成效，深刻

剖析存在的主要问题，谋划思考下一步工作展望，积

极推动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管和种子检验工作的不断

创新和深入发展。

1　主要工作及成效
1.1　强化质量监管职能，充分发挥种子检验的技术

支撑作用　9年来，江西省以“种子执法年活动”“打

假护权专项行动”“打击侵犯品种权和制售假劣种

子专项行动”“贯彻实施《种子法》全面推进依法治

种”和“种子质量年专项行动”等为主线，按照农业

部加强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管工作有关通知要求和统

一部署，积极组织开展好各类专项行动。行动规模

不断扩大，行动规格逐步升级，行动手段更加多样，

行动效果更为精准。

1.1.1　春季种子市场实现联动检查规模化　2011-
2016 年江西省春季种子市场专项检查改变了以往

以省级抽查重点市场为主的方式，转变为组织种子

质量检验机构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联动检查。检查范

围得以扩大，涵盖全省 11 个设区市所有重点市场；

抽查样品数量增多，基本包涵了重点监管企业的重

点品种；检查效果得到保证，参与检查行动的种子质

量检验机构取得的抽样检测证据链更加规范，不合

格企业和品种得到有效打击。6 年间，共检查全省

103 个县（市、区）的种子集中交易市场和乡村种子

经营门店，检查种子经营门店 453 家，抽查种子样品

874 份，检查种子标签 516 个，涵盖作物种类 12 类，

全面完成抽查样品的净度、水分、发芽率和品种纯度

常规 4 项指标检测，样品合格率 96.9%。从 2017 年

开始，春季种子市场的抽检计划由省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部门制定和实施，在全省范围内联动开展种子

市场行政执法检查。2017-2019 年全省共承担农业

综合行政执法委托检验种子样品 280 个。

1.1.2　种子经营门店全面清理造册　为全面整顿

和规范种子市场主体秩序，打击各种违法违规销售

行为，2013 年江西省组织设区市、县（市、区）种子管

理部门对全省种子经营门店实行拉网式清查。清查

行动自 5 月开始，7 月底结束，为期 3 个月，全省共

出动执法、监管人员 1000 余人次，对中心城区、乡

（镇）、村级种子经营门店进行全覆盖清理，验资质、

查标签、看档案，共检查种子经营门店 5329 家，检查

种子标签 8976 个。2016 年根据《农业部种子管理

局关于报送生产经营者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的通

知》要求，为真实上报全省情况，在 3-5 月份种子销

售的关键季节，采取省市县联合行动，组织对全省种

子经营门店和执法检查人员全面摸底，登记造册经

营门店3612个，登记造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655个。

1.1.3　杂交水稻品种真实性全覆盖抽样检测　为详

尽了解和掌握全省种子市场水稻品种真实性情况，

重拳打击假冒侵权行为，2014 年由省种子管理局统

一组织，省种子质量监督检验站和 11 个设区市种子

管理局具体实施，组织县（市、区）种子管理机构对

辖区内种子集中交易市场和基层种子经营门店销售

的所有杂交水稻品种调查摸底做好登记，由设区市

种子管理局和省种子管理局整理汇总后，分企业、分

品种、分批次进行全覆盖抽取样品，进行品种真实性

SSR 分子标记检测，共抽取种子样品 2030 个。其中，

本省种子样品 1219 个，涉及企业 30 家、品种 529
个；外省种子样品 811 个，涉及企业 110 家、品种 
480 个。

1.1.4　夏季种子生产基地巡查由常规化向品种真实

性核查和转基因成分检测转变　为加强种子生产基

地管理，强化种子源头治理，自 2012 年开始，7-10
月组织制种面积较大的县（市、区）对辖区内杂交水

稻生产基地进行集中巡查，重点核查制种信息和检

查种子质量控制措施，省种子管理局成立省级督导

组督导。2016-2019 年省种子管理局在督查中，重

点以抽取田间稻穗样品核查品种真实性为主，4 年

共随机抽取制种田稻穗样品 68 个，采用 SSR 分子

标记法核查品种真实性。2019 年江西省首次组织

开展了杂交水稻生产基地苗期转基因检测行动，在

全省 22 个制种基地利用转基因试纸条快速检测样

品 1000 余份。

1.1.5　秋季对油菜种子市场强化属地自查　为切

实强化秋季农作物种子市场监管，保障全省主要秋

播作物油菜生产用种安全，自 2013 年开始，每年

8-9 月组织油菜种植面积较大的县（市、区）对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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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种子经营门店销售的油菜种子进行属地摸底自

查。2013-2019 年共抽取种子样品 571 份，检查种

子标签 882 个，抽样检测净度、水分和发芽率等质量 
指标。

1.1.6　冬季种子企业监督抽查突出省级抽查　为加 
大种子企业的监督管理力度，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每

年 11 月至次年 1 月以省级抽查为主，在种子包装加

工的关键时机，集中人员，对全省省级发证种子企业

进行 100% 监督抽查，重点检查生产经营资质和抽

样检测种子质量。在抽查过程中，还通过参观企业

种子检验室、与企业质量管理人员座谈等方式，指导

帮助企业进一步提高质量意识和完善健全质量监管

体系。2011-2018 年江西省省级种子企业监督抽查

工作已连续开展 8 年，共计检查种子企业 196 个次，

抽取水稻、玉米等作物种子样品 386 个，涉及品种

370 个，代表种子数量达 267 万 kg，企业合格率为

99.5%，样品合格率为 99.8%。

1.1.7　实施种子质量例行监测计划　2018 年开始，

为确保全省农作物种子质量年专项行动顺利实施，

全面了解和掌握全省农作物种子质量整体状况，江

西省切实强化县区种子管理机构责任担当，发挥行

业管理职能和专业技术优势，由省种子管理局牵头

组织，在全省选择 23 个县区作为例行监测点，结合

市场专项检查和执法检查的同时，加强种子质量例

行监测，以发芽率指标为重点内容，开展抽样检测种

子质量。2 年来，全省例行监测行动中共抽样检测

种子样品 1498 份，其中水稻 1004 份、油菜 201 份、

蔬菜 263 份、棉花 12 份、玉米 12 份、大豆 5 份、绿肥

1 份。通过例行监测工作的开展，有力提升了县区

种子管理机构职能发挥，全面有效加强了种子质量 
监控。

1.2　强化质量监管服务，积极拓展种子检验的技术

服务空间　9 年来，江西省种子质量监督检验站全

力承担农业部下达的各类抽查和样品制备任务、全

省救灾备荒储备种子质量抽查任务和种子企业委托

样品品种纯度海南种植鉴定任务，开拓了种子检验

的技术服务作用。

1.2.1　承担 2011-2013 年农业部联动抽查任务　

按照农业部的统一部署，2011-2013 年派员分别赴

浙江、湖南和四川 3 省实施完成春季种子市场联动

检查工作，共抽查种子经营门店 98 个，抽取种子样

品 190 个，涉及作物 10 余种，完成抽查样品的净度、

水分和发芽率等质量指标检测。2011 年派员赴湖

南省实施完成种子企业监督抽查工作，共抽查种子

企业 8 个，抽取种子样品 16 个，完成抽查样品的净

度、水分和发芽率等质量指标检测。

1.2.2　承担 2011-2016 年农业部种子检验能力验

证样品制备任务　2011-2016 年先后承担完成了农

业部全国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安排

的 PT2011-04、PT2013-08、PT2014-10、PT2015-
12、PT13-2016 和 QPT01-2016 共 6 个轮次的种子

检验能力验证样品制备任务，共完成制备样品 2450
份，完成检测原始值、异质性和参考值等样品 600 多

份。制备任务涉及水稻、油菜、玉米、大豆和棉花等

5 类作物，包含净度、水分和发芽率 3 项质量指标。

1.2.3　承担全省救灾备荒储备种子质量抽查任务　

2011-2019 年连续 9 年承担完成了全省国家和省级

救灾备荒储备种子质量抽查任务，共抽取 76 家储备

企业的水稻种子样品 370 个，完成抽取样品的净度、

水分、发芽率和品种纯度等质量指标检测，保证了全

省应急备荒储备种子质量安全。

1.2.4　承担全省种子企业委托样品品种纯度海南种

植鉴定任务　2011-2016 年连续 6 年积极开展种子

企业委托样品品种纯度海南种植鉴定，共种植鉴定

15 家种子企业委托的水稻种子样品 365 个，及时向

企业反馈了鉴定结果。委托样品品种纯度海南种植

鉴定任务的顺利开展，帮助企业严控了种子质量纯

度关。

1.3　加强检验队伍建设，不断夯实种子检验的检测

能力基石　2011-2015 年江西省认真落实农作物种

子检验员考核制度，通过加强培训和考核，基本保证

了全省种子检验人员需求，大大提高了全省种子检

验队伍专业素质和质量管理水平。5 年间，全省共

组织考核 8 次，参加考核人数达 1213 人次，考核通

过扦样、室内和田间等类别 1039 个次。其中，核发

种子检验机构的《种子检验员证》382 人次，核发种

子生产经营企业的《种子质量检验人员证》291 人

次。举办辅导培训 7 次，培训人数达 790 人次。定

期审查种子检验机构的种子检验员人数达 977 人

次，审查种子生产经营企业的种子质量检验人员人

数达 581 人次。截至 2015 年底，全省共有持种子检

验员证 526 人，其中扦样员 385 人，室内检验员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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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田间检验员 270 人；共有持种子质量检验人员

证 403 人，其中扦样人员 323 人，室内检验人员 281
人，田间检验人员 226 人。

1.4　建立健全检测体系，有效提升种子检验的检测

能力手段　9 年来，江西省认真贯彻农作物种子质

量检验机构考核制度，以完善种子质量检测体系为

重点，以提升检测能力为手段，切实加强对种子质量

检验机构的指导考核和监督管理。

1.4.1　提高省种子质量监督检验站能力　2011 年

为抓住农业部品种真实性和转基因成分分子检测实

验室建设项目机会，江西省组织编写了省种子质量

监督检验站分子检测实验室改扩建项目申报书和设

计要求方案。2012 年在农业部和省农业厅的大力

支持下，启动实施改扩建项目，全面完成改造实验室

708m2，添置仪器设备 80 多台（套）。2013 年设法

引进分子检测技术人员 2 名，正式开展分子检测业

务。2015 年初结合复评审机会，省种子质量监督检

验站顺利通过农业部组织的复评审和分子检测扩项 
考核。

1.4.2　健全省市种子质量检测网络　9 年来，江西

省认真做好《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考核管理办

法》宣传贯彻工作，积极指导全省种子质量检验机

构完善健全质量体系，提高人员素质、提升技术能

力，多次组织开展考核材料准备培训、检验技术现

场操作培训和实验室间比对试验等工作。2013 年、

2015 年和 2017 年分别完成对萍乡、抚州和新余 3
个设区市种子质量检验机构的首次评审；2015 年和

2017 年分别完成对南昌和宜春 2 个设区市种子质

量检验机构的复评审。2019 年底全省曾取得资质

的省、市级种子质量检验机构9家，保持资质的5家，

基本形成了以省级为中心、设区市级为依托、辐射全

省的种子质量监督检测网络。

2　存在问题
2.1　种子质量意识尚需引导提高　通过 9 年来种

子质量监管工作，显现出全省种子生产经营企业的

质量意识和管理水平参差不齐，部分企业依然存在

质量意识不强、质量管理体系不健全、质量控制不严

等问题，引导企业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日显必要。

2.2　种子检验队伍仍需保持强化　2016 年新修订

《种子法》实施，按照放管服改革新要求，农作物种

子检验员考核被取消。种子检验队伍建设处于逐步

弱化状态，但种子检验机构、种子管理机构和种子生

产经营企业的种子质量管理人员和种子检验人员培

训和教育工作仍要保持和强化。

2.3　种子检验手段急需更新提升　随着种子质量

监管力度的加大，种子常规质量指标逐步提高稳定，

品种真实性和转基因成分分子检测已成焦点，与之

有关的检测技术更新缓慢和标准样品指纹图谱共享

平台尚未构建已成为制约种子检验工作有效开展的

瓶颈。随着耕作技术的改变，对种子活力、健康和种

苗、薯苗检测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2]，与之对应的质量

检测体系尚待完善。

2.4　种子质量监管职能亟需完善加强　2016 年底

江西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推行，种子行政执法检查

逐步加强，执法检查与行业抽查发生冲突 [3]。2017
年以来，江西省农业投入品抽检计划由省农业综合

行政执法部门组织开展。种子管理机构行使的种子

质量监督抽查职能弱化导致全省种子市场抽查工作

难以继续开展，严重制约了种子市场监管方案的落

实推进。

3　工作展望
3.1　强化种子质量服务意识　积极采取培训班、专

题讲座等形式，加强对基层种子管理机构和种子生

产经营企业的种子检验或质量管理相关人员培训。

加强对种子生产经营企业质量控制能力的检查指

导，引导企业提高意识、强化手段、建立健全质量管

理体系。

3.2　提升种子检验能力水平　认真服务于农作物

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考核制度，强化培训指导，组织开

展能力比对试验和人员互动交流，加强对全省设立

的种子质量检验机构监督管理和能力保持提升。全

力承接好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安排的各类监督

检验和委托检验任务，提升种子质量检验的技术支

撑效能 [4]。逐步加强省种子质量监督检验站的能力

提升，完善省级标准样品库和指纹图谱构建，加快推

进品种真实性和转基因成分分子检测，探索开展部

分作物健康、活力等检验，积极开拓种子质量认证 
工作 [5]。

3.3　加大种子质量监管力度　对种子质量安全，必

须努力做到“力争不出问题，确保不出大事”。理顺

种子管理机构和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的职责，落

实好种子管理机构依法行使种子质量抽检等监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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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种业外包直销团转型看种业市场营销之变
石云翔　吕延亮　国殿玉　王树刚

（北京顺鑫国际种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1300）

摘要：随着种植结构调整、收储政策的放开和备案制度的实施，种业进入新常态时期，同质化程度日益严重，营销手段五花

八门，层出不穷，渠道多元纵深发展。种业市场竞争激烈、销量下滑、效益下降、新品种推广之路举步维艰，于是有些市场和县

级经销商在特定时间和环境下将新品种前期推广外包给外来直销团，也就是种业界耳熟能详的种业“忽悠团”。种业外包直销

团在部分区域扮演新品种推广急先锋的角色，通过跟踪调研，对种业外包直销团的成功之处进行总结，将对种业市场营销转型

提供很好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外包直销团；新常态；市场调研；销售话术；销售签单

企业将部分业务对外发包并非罕见，尤其是在

基建工程方面，层层发包给有资质和能力的承包单

位，由多家单位协作是提高效率、保证工期的有效办

法。大型商场为了品牌多元化，对柜台进行统一包

租，统一管理，也是卖场一贯的行为。种业外包直销

团的存在也非偶然。种业外包直销团是如何开展品

种推广工作的呢？为什么难啃的终端直销市场，外

包直销团往往能够攻破呢？种业外包直销团的兴起

发展也是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

种业外包直销团兴起于 2006 年前后，即品种为

王、渠道致胜的时代。在当时品种是稀缺资源，由于

大型种业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大，各个县区种子份额

基本上都是由大的批发商掌控，呈现相对半垄断状

态，所以一些知名度低、影响力小的公司的产品在市

场上推广空间相对狭窄，找不到相对优势的代理商，

只能将品种给缺资金、少网络、实力差的县级小批发

商，这就造成了新品种推广难，尤其是 2007 年后国

家实施玉米良种补贴制度，很多省份通过圈定品种

来确定良种补贴名单，导致一些不知名的小品种完

全失去了生存空间。于是种业外包直销团应运而生，

此时种业外包直销团还是新鲜事物，在产品推广初

期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小公司产品获得了推广，

种业外包直销团也获得了野蛮式生长。当然初始阶

段由于为了推广产品获得高额回报，种业外包直销

团不择手段，浮夸虚假宣传和随意承诺贯穿其中 [1]，

更有甚者采取欺骗手段以次充好，实施假良种补贴

策略现象也是时有发生，给种植户造成损失，在社会

上产生了不良影响，种业“忽悠团”之名由此而生。

随着农民意识的提高和各地行政管理部门的

重视与规范管理，种业“忽悠团”经过野蛮生长期后

得到有效遏制，无论规模、数量和影响都在下降，实

施区域也向一些面积较小、竞争相对低的市场转移。

度，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抓好种子质量监管。精心组

织开展好“春夏秋冬”4 个关键时节种子质量专项

检查行动，通过扩大检查规模、增加抽查样品数量等

手段，加大种子质量监督抽查的密度和强度，提高监

管成效。不折不扣开展好品种真实性和转基因专项

治理行动，严厉打击各类制假售假、侵犯品种权和转

基因种子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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